
热点聚焦0303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陈 炜 责 编：张 博 制 作：曹秉琛

聚焦·文旅市场

本报记者 毛艺融

今年 4月份，港交所修订发布《上市规则》，引入新的
库存股份机制（简称“库存股新规”）。库存股新规于 6月
11日正式生效。

库存股是指上市公司回购并以库存方式持有的非流
通股票，可供以后再出售。库存股新规明确，上市公司可
以申请豁免权，在业绩发布前的静默期内进行股票回购；
且回购所得的股份无需尽快注销，以库存股形式存在。同
时，在注册地法律和上市公司章程允许的前提下，库存股
可以用来稳定股价、灵活融资、股权激励、支付收购资产的
对价等。

沙利文捷利（深圳）云科技有限公司研究总监袁梅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库存股新规推出后，港股公司回购
不用注销，或便利更多公司发起回购。同时，港交所与时
俱进修改《上市规则》，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助于提升港股
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便利更多港股公司回购

此前，为了防止公司通过频繁回购和再出售库存股，
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修订前的《上市规则》规定港股公
司回购的股份必须注销。

从回购数据来看，2020年至2023年，港股的年度回购
家数虽逐年递增，但数量仍未超过250家。

今年以来截至6月10日记者发稿，共有172家港股公
司实施回购，占全市场港股公司的比例仅为 7%，超九成
港股公司未实施回购。

业内人士认为，港交所原有的回购规则存在诸多限
制，包括较为严格的时间限制、最低公众人士持股量、回
购后 30天内不得发行新股等要求，一定程度抑制了港股
公司的回购意愿。

中信建投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赵然分析称，在
原有规则下，港股公司进行回购面临较为严格的时间限
制，其在静默期内缺乏有效的市值管理手段来稳定公司
股价，不利于股东回报水平的提升和公司股价的稳定。

去年以来，港交所推动回购规则的修订，便利港股公
司发起回购。去年 10月 27日，港交所刊发咨询文件，就
建议修订《上市规则》以推出库存股份机制征询市场意
见。今年4月12日，港交所发布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引
入新的库存股机制，允许上市发行人以库存股形式持有
回购股份，在6月11日正式生效。

库存股新规下，港股公司可向港交所申请豁免资格，
在业绩静默期进行回购。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包括
太古股份、百胜中国、快手-W、友邦保险等公司的股份回
购计划，已申请回购静默期的豁免资格。

保障中小股东权利

港交所在库存股新规中也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确保上市公司合规，防范上市公司通过频繁回购及转售
库存股来操纵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利。

在信息披露要求方面，港股上市公司需要在公告、翌
日披露报表、月报表及年报等披露库存股份再出售事宜
及库存股份数目的变动，增加了透明度。在时间限制方
面，库存股新规要求，发行人股份购回后的 30天内，不得
在场内或场外再出售任何库存股份。在库存股数量上，
港交所并未对上市公司持有的库存股数量设定任何上
限。但是，其要求任何库存股转售均应根据股东授权或
按比例向股东要约进行，保障发行人股东的利益。

对于新上市申请人来说，可保留其库存股份，但有 6
个月的禁售期，之后可以再出售。

此外，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利，库存股新规明确，库
存股的转售受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约束，类似于发行新
股。再出售库存股时，发行人必须按比例向所有股东售
股，除非获股东特定授权，或根据股东预先批准的一般性
授权进行。并且，港交所规定上市公司持有的库存股没
有投票权，有助于防止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利用库存股作
为其巩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手段。

港交所库存股新规今日正式生效
港股公司回购不再强制注销

本报记者 熊 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今年1
月份至5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1257家法人及分支机
构退出，总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同时，有927家银行业
金融机构法人及分支机构设立，净退出数量为330家。

具体来看，在退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及分支机
构中，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占比较大，退出数量分别
为946家及266家。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前5个月银
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及分支机构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主
要受市场变化、监管加强和科技发展等因素影响。随着国内
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一些银行业金融机
构因经营不善、盈利能力下降或市场定位不准确等原因退出
市场。而且随着国家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合规
成本不断上升，一些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机构面临被清退的命
运。此外，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推进
数字化转型，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成本，开展线
上服务，不再需要过多的分支机构。

在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及分支机构退出金融市
场舞台的同时，近年来商业银行特色支行如雨后春笋般
涌出，其中定位于科技特色的分支机构成为不少银行部
署的重点。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不少银行的科技特色支行揭
牌开业。如今年年初，浦发银行北京分行首批6家“科技特
色支行”亮相；近日，民生银行西安分行挂牌成立两家科技
金融特色支行，聚焦科技型企业，发展科技金融业务。

另外，村镇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
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5月份，村镇银行及
其分支机构的退出家数为34家，去年同期为19家。这或与
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持续推进兼并重组、改革化险相关。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吸收合并或拟吸收合并旗
下村镇银行。例如，6月 6日，兰州银行公告称，将于 6月
27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审议拟收购永靖县金城村镇银行
和甘肃西固金城村镇银行设立支行的相关议案。

前5个月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
及分支机构净退出330家

本报记者 孟 珂

6月7日晚间，北交所官网显示，
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将于6月17日召
开2024年第10次审议会议，审议成
都成电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电光信”）发行上市申
请。成电光信是北交所上市委时隔
4个月后审议的拟上市企业，也是新

“国九条”发布后北交所首家上会
公司。

最新招股书显示，成电光信
拟 发 行 股 票 数 量 不 超 过 920万
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不超
过 1058万 股 ，发 行 底 价 16.3元/
股，拟募集资金1.5亿元用于FC

网络总线及LED球幕产业化项
目等。

资料显示，成电光信主营业务
包括网络总线产品和特种显示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近三年，成电
光信营收、利润持续增长，2021年至
2023年营收分别为1.21亿元、1.69亿
元和2.16亿元，实现归母扣非净利
润分别为1861.69万元、3128.07万
元、4207.23万元。今年一季度，成
电光信营业收入、归母扣非净利润
分别为7768.60万元、1814.95万元，
同比均保持持续增长趋势。

本次北交所上市委会议的召
开，也意味着沪深北交易所均有序
推进IPO审核的正常流程。

上交所方面，5月31日，上交所
召开上市委会议，审议通过了联芸
科技的首发申请，此次上交所上市
委会议距离前次已时隔近4个月。
6月6日，上交所网站显示，2024年
第16次上市委审议会议将在6月14
日召开，审议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发事项。

深交所方面，5月16日，深交所
时隔3个半月再次召开上市委会议，
马可波罗首发申请被暂缓审议。

从时间轴来看，沪深北交易所
的上市委会议，均出现了3到4个月
的空窗期。在这期间，监管层对相
关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

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严

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试行）》，着
眼于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全
面从严加强对企业发行上市活动
监管，压紧压实发行监管全链条各
相关方责任，维护良好的发行秩序
和生态。

4月12日，新“国九条”明确，要
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提高主板、
创业板上市标准，完善科创板科创
属性评价标准，扩大现场检查覆盖
面，强化发行上市全链条责任，加
大发行承销监管力度，严查欺诈发
行等违法违规问题。

4月30日，沪深北交易所发布
股票上市审核规则等配套业务规

则，涵盖上市审核、发行承销、持续
监管各环节，进一步推动IPO配套
细则落地。

5月15日，证监会发布《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10号》，推
动各方树立对投资者负责的理念，
强化拟上市企业行为约束，切实保
护投资者利益。

华金证券研报显示，IPO常态化
机制是新股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也有助于新股板块自身投资周期运
行规律逐渐恢复稳定。短期来看，
新“国九条”及多个发行上市相关细
则均为4月份之后陆续发布，新股审
核、发行、上市、定价、交易等多个实
操环节可能正在磨合。

制度优化筑牢市场健康发展基石
沪深北交易所陆续召开上市委会议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2024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
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据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
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亿人次，
同比增长 6.3%；国内游客出游总
花费403.5亿元，同比增长8.1%。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携程、同
程旅行及马蜂窝等在线旅游平台
数据注意到，端午节假期期间，文
旅消费市场在去年高位运行的基
础上保持增长态势。各类非遗民

俗游、亲子游、龙舟观赛等文化体
验成为热门出游主题。人少、景
美、性价比高的三四线城市受到游
客欢迎，国内多个热门三四线城市
旅游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一倍。

端午节假期期间，体验中国
传统文化的“新中式”民俗游风
靡，有着特色非遗表演、传统文化
体验项目的古镇古村大放异彩。
例如，安徽宏村在假期推出古黟
漳河花船表演、水戏端午·全民狂
欢宴、广德王国端午寻宝大作战
等 20余项特色活动，景区内及周
边的大部分民宿预订在端午节假

期的前两天基本饱和。
从马蜂窝端午小长假热门古

镇前十名榜单来看，南方古镇实
力“霸榜”，江浙地区独占六席，乌
镇位居榜首。做香囊、编五彩绳、
品尝各地不同风味的粽子，融合
了文化、民俗与国潮元素，成为各
大古镇吸引游客的亮点。

记者在旅游平台搜索发现，
可以体验端午特别活动的景点超
过百家，如安居古城端午龙舟会、
夜上黄鹤楼荆楚主题游园会、方
特乐园端午主题活动等；端午相
关日游线路有数百条，包含了采

艾蒿、做香囊、观看非遗表演、汉
服旅拍等国风体验项目。

另据携程数据显示，咸阳凭
借“西安都市圈”的优越地理位置
及悠久的历史古迹，在端午节假期
表现亮眼，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82%；坐拥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
四川德阳订单量增长 73%；以陶
瓷文化出圈的“瓷都”景德镇订单
量同比增长72%。

龙舟赛事也带火了一众城
市。例如，佛山叠滘龙舟赛事吸
引了众多游客，端午节佛山租车
订单量同比增长250%；举办汨罗

江国际龙舟节的湖南岳阳，端午
节订单同比上涨52%；中国·桃花
潭第十一届龙舟赛带动安徽省宣
城市端午节订单增长 32%。此
外，山东、辽宁等北方地区的龙舟
赛事也十分“吸睛”，没有河道的
内陆城市还策划了旱地龙舟活
动，“参与感”十足。

对于端午节假期文旅市场的
表现，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朱
克力表示，端午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相关民俗仪式吸引游客深度体
验，这一趋势为小城市提供了文
旅消费拓展的机遇。

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1亿人次 民俗游受热捧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随着端午节假期结束及高考
落幕，旅游市场即将迎来暑期出
行高峰，各上市航司也瞄准暑期
旺季进行布局。

“国内民航业即将迎来一年
中最为重要的暑运旺季，民航客
运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航空公
司增投旅游航线及运力也是出于
对出行高峰的预判和业绩增长需
求。”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柏文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上市航司积极布局

暑期是旅游旺季。有业内人
士表示，上市航司通过加密航线
和推出优惠产品等措施，预计会
吸引大量旅客出行，实现业绩的
显著增长。

国内方面，东方航空表示，公
司新增和加密的国内航线目的地
主要集中在新疆以及西南、华南
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

南方航空针对近期火爆的新
疆、内蒙古等地，将加大宽体机型
投放力度，从 6月 24日起新开长
春—阿勒泰定期直飞航线。此
外，南方航空从沈阳出港飞往大
湾区的航线在高考后均推出大幅
优惠及特色产品。春秋航空表
示，计划新增、加密多条暑期热门
航线，如沈阳往返西安、呼和浩
特，宁波往返兰州、长春、贵阳，南
昌往返西安、天津，扬州（泰州）往
返贵阳、福州等。

“在暑期，我们也将带来更多
的旅游包机，7月5日至8月20日
期间，包机将天天发班，共计47班
包机，将带领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

吉祥航空宣布将于今年 7月
1日起新开上海浦东至阿勒泰的
客运直飞航班。吉祥航空还面向
高校学生（含准大学生）推出“青
春旅行计划”专项优惠活动，同时
配合该计划，提供全国范围旅游
航线专属折扣优惠，专属折扣优
惠涉及敦煌、西宁、海拉尔、丽江
等多个目的地。

国际方面，7月份起，春秋航
空将陆续开通西安直飞日本大
阪、广州直飞越南胡志明市、上海
直飞越南胡志明市等航线，还计
划新增、加密多条暑期热门航
线。东方航空将于 6月份新增、
加密飞往澳大利亚、匈牙利、新加
坡等地航班，7月份还将开通“上
海—马赛”航线。

“吉祥航空在保持国内航班
运力投入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国
际航班运力投放。此外，针对国
内外游客热捧的东京、大阪、新加
坡等地，吉祥航空额外调配了波
音 787 宽体机执行，以满足市场
短时集中出行需求。”吉祥航空内
部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国际机票价格下降

出境游市场也迎来了第一波
机票预订高峰。去哪儿数据显
示，自5月14日起，暑期（7月1日

至 8月 31日）出境游机票预订量
明显增长，6月1日前后进入高峰
期。从提前预订量来看，截至 6
月 10日，暑期出境游机票提前预
订量同比增长1.6倍，机票平均支
付价格同比下降二成。

“从出发时间来看，今年的暑
运启动比去年更晚。暑期首个出
境游高峰会在7月6日，比去年晚
了10天左右，但从预订情况看，高
峰期会更加集中。”去哪儿大数据
研究院研究员肖鹏对记者表示。

在去哪儿平台上，暑期热门
国际目的地 TOP10为马来西亚、
日本、泰国、美国、韩国、新加坡、

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加
拿大。

《证券日报》记者在机票预订
平台搜索发现，7月份北京飞美国
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的往返票价
在万元左右；7月初从广州飞往马
来西亚的单程票已低至一千元左
右，从广州飞往泰国的机票低至
千元以内。

福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
人詹军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暑期国际机票价格
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有多方面：
一是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复苏和
人们出行需求的增加，航空公司

增加了运力和航线，供给变多
了。二是航司为了抢占市场份
额，采取了降价策略以吸引更多
旅客。三是燃油价格下降。”

“航班运力恢复，长线机票降
价也为暑期出境游的持续恢复助
力，国际航线进一步恢复。从数
据上看，暑期出境游机票预订量
同比大幅增长，显示出旅客强烈
的出行意愿，这将为上市航司带
来可观的收益，上市航司的业绩
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中国城
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振兴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暑期旺季临近上市航司布局忙
出境游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

本报记者 李豪悦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6
月 10 日 19 时 30 分，端午档总票
房超 4 亿元，为 4.03 亿元。票房
前三为《扫黑·决不放弃》《我才不
要和你做朋友呢》《谈判专家》，票
房分别为 1.05亿元、9978.3万元、
8941万元。

节前，曾有多家券商预计端
午档总票房能保持良好表现。例

如，万联证券研报提到，2024年院
线电影市场全线回暖，端午档整
体影片供给数量充足，涵盖了犯
罪、喜剧、战争、家庭、悬疑等多种
类型，同时兼具“剧转影”、好莱
坞、港片等特性加持，票房有望维
持较好表现。

但今年端午档票房表现却
不及预期。某地区电影协会成
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2024年
以来电影市场一直表现良好，春

节档、五一档都交出了不错的成
绩。端午档作为暑期档开端，历
年 票 房 成 绩 最 高 可 以 冲 上 9
亿元。

高票房的端午档至少需要
一部爆款电影拉动大盘。例如，
2023 年端午档票房 9.1 亿元，票
房冠军为《消失的她》，期内票房
5 亿元；2018 年端午档票房 9.1
亿元，票房冠军为《侏罗纪世界
2》，期内票房 7 亿元；2016 年端

午档票房 8.5 亿元，票房冠军为
《魔兽》，期内票房 6.5 亿元。而
今年端午档票房冠军《扫黑·决
不放弃》的期内票房只有 1.05
亿元。

从宣发上看，今年的端午档
电影未形成“热梗”或破圈趋势，
不利于高票房电影的诞生。

中娱智库创始人兼首席分
析师高东旭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2023 年端午档票房冠军《消

失的她》在抖音上的出色宣传，
为 其 票 房 的 成 功 做 出 了 重 要
贡献。

一位不愿具名的影评人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内容好
的情况下，宣发是锦上添花，内容
不好的情况下，制作方也不会投
入太多资源进去。今年端午档在
题材丰富的情况下，很多影评社
区对于电影内容的讨论热度远远
低于去年。”

2024年端午档总票房超4亿元


